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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成都建川博物馆的一角，汶川特大

地震主题的分馆内，大大小小的摆钟、挂

钟、闹钟的指针都停留在了 14时 28分——

纪念 2008年 5月 12日强震发生的那个时刻。

静止的挂历、抗震救灾标语、当年部

队 使 用 过 的 冲 锋 舟 ⋯⋯13 年 来 ， 这 些 物

件静静地记录着这场波及四川、甘肃、陕

西 、 重 庆 等 10 个 省 份 ， 直 接 经 济 损 失

8000 多亿元的特大地震。

“5 ·12”汶川特大地震，是新中国成

立以来破坏性最强、波及范围最广、救灾

难度最大的一次地震。

博物馆记录了破坏，50 余万平方公里

的震区随后则见证了新生。仅在四川，365
万户受损城乡住房修复加固，新建 26 万套

城镇住房，150 万户毁损农房重建——541
万户城乡受灾居民“家家有房住”。

“通过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，我们国

家应对社会问题和社会危机的能力得到了

很大提升。”西南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

院副院长胡子祥说，汶川地震灾后重建，

是中国探索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

化之路的一个典型案例，特别是所形成的

对口支援机制，是一种举国救灾模式，具

有社会主义的特征，对应对重大自然灾害

非常有效。

13 年 前 那 场 灾 难 的 画 面 ， 至 今 深 深

地烙印在四川省广元市青川县大院回族乡

党委书记刘祥君的记忆里。

2008 年 5 月 12 日 下 午 ， 时 任 共 青 团

青川县委副书记的刘祥君正和县里的其他

干部一起，等着 14 时 30 分一场会议的开

始。14 时 28 分，突如其来的剧烈晃动打

乱了现场的气氛：玻璃被震碎，从高处砸

下来，楼梯间传来哗哗的响声⋯⋯

震中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

汶川县映秀镇的这场 8.0 级地震，震感波

及大半个中国以及亚洲多个国家和地区，

50 余 万 平 方 公 里 的 国 土 遭 到 严 重 破 坏 ，

造 成 69227 人 遇 难、17923 人 失 踪、374643
人不同程度受伤。

刘祥君回忆，震后的青川县成了一座

“ 孤 岛 ”， 道 路 受 阻 、 通 信 中 断 、 余 震 频

发。惊魂之后，和他一起开会的基层干部

迅速返回各自乡镇，组织开展抗震救灾。

他们或步行，或断断续续搭便车，想尽一

切办法赶回工作岗位。

震感也传到了北京。中国共产党的领

导中枢第一时间对震情作出反应。

地震后 1 个多小时，新华社播发了时

任中共中央总书记、国家主席、中央军委

主 席 胡 锦 涛 的 重 要 指 示 ：“ 尽 快 抢 救 伤

员，保证灾区人民生命安全。”

震后两个多小时，时任中共中央政治

局常委、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乘上了从北京

飞往成都的专机。当晚 10 时许，温家宝

率领的前方指挥部在都江堰市就地搭建的

帐篷里开展工作。温家宝站在一家医院的

废墟上举着扩音喇叭朝受困群众喊话的画

面，令很多人难忘。

当晚，中央决定成立抗震救灾总指挥部。

从地震当天到 5 月 22 日，中共中央政

治局常委会先后召开 3 次会议。会议强调

的是同一个主题：把抢救被困群众放在第

一位，只要有一线希望，就要尽一切努力

施救。

据中组部 2008 年 5 月底披露的数据，

地震灾区共有超过 1.75 万名副县级以上领

导干部、超过 228.8万名共产党员投身抗震

救灾一线。外媒在引述这组数据时说，共

产党展现了“人民利益高于一切”的原则。

这场前所未有的动员受到了全世界的

关注。路透社的报道说，面对中国 32 年

来最强烈的地震，执政的共产党迅速调集

人力、公布消息、控制局面，这些举动反

映了其执政方式的变化和不变之处。

美国 《国际先驱论坛报》 网站引述新

加 坡 东 亚 研 究 所 所 长 杨 大 利 的 评 论 说 ：

“ （中国） 政府对此次灾难的反应显示出

他们能够采取行动，他们能够关心民间疾

苦。他们似乎意识到，像这样的灾难能够

让整个国家团结起来。”

2008年 6月，冒着不断发生的余震和随

时可能出现的地质灾害，基层干部刘祥君前

往受灾严重的石坝乡挂职。石坝乡地处主震

断裂带，整体掩埋、倒塌的房屋随处可见。

没有房屋就搭帐篷，没有床就用垮塌

房屋的木板当床。白天，刘祥君和同事进

村入户统计受灾情况，晚上，十几个人挤

在 一 张 通 铺 上 休 息 。 据 他 回 忆 ， 余 震 很

多，有时一天十几次。有一次，对面山体

垮塌，帐篷都被砸了。

四川面临着有记载以来人员伤亡和基

础设施破坏最为惨重的一次灾难，重建任

务艰巨。2008年 6月，在抗震救灾先进基层

党组织和优秀共产党员代表座谈会上，胡

锦涛说，能不能战胜这场特大地震灾害，

是对党的执政能力和先进性的严峻考验。

震后不到一个月，中央作出了“建立

对口支援机制”的决定，国务院明确提出

“实行一省帮一重灾县，几省帮一重灾市

（州），举全国之力，加快恢复重建”。这

一恢复重建中的制度创新，是我国抗灾史

上的首例。

大灾之下，整个国家看上去像一个大

家 庭 ， 各 省 区 市 为 震 区 提 供 了 大 量 的 支

持。由于伤员太多，四川医疗救治资源紧

张，1 万多名重伤员被转送至 20 个省区市

370 余家医院进行救治。

胡子祥说，十九个省份对口支援汶川

地震灾后重建，使灾区在短短两年内发生

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经济社会发展至少前

进了 30 年，展现出社会主义制度鲜明的

优越性。

灾情最重的四川确定了“三年基本恢

复、五年发展振兴、十年全面小康”的总

体目标。四川人喊出了“出自己的力、流

自己的汗、自己的事情自己干”“有手有

脚有条命，天大的困难能战胜”的口号，

并在灾后重建中践行。

刘祥君感慨，灾后重建为当地带来的

改变“特别明显”。“医院和学校等基础设

施全面更新，老百姓喝上了更安全的饮用

水，为后续脱贫攻坚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”

2018 年 5 月 12 日 ， 国 家 主 席 习 近 平

向汶川地震十周年国际研讨会暨第四届大

陆地震国际研讨会致信指出：在中国共产

党坚强领导下，汶川地震灾区恢复重建工

作取得举世瞩目成就，为国际社会开展灾

后恢复重建提供了有益经验和启示。

习近平强调，中国将坚持以人民为中

心的发展理念，坚持以防为主、防灾抗灾

救灾相结合，全面提升综合防灾能力，为

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提供坚实保障。

经历过抗震救灾的刘祥君说，大灾面

前每个人身上体现出的团结和互助精神，

是对自己的一次精神洗礼。“参与抗震救

灾和灾后重建的经历始终激励我把这种精

神传承下去，为群众办好实事，为地方发

展作出自己的贡献。”

汶川见证：举国动员 全民记忆
面对强震，共产党展现了“人民利益高于一切”原则

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 王鑫昕 实习生 马晓晴

2008 年 5 月 19 日 14 时 28 分，在地震灾害最严重的四川省北川羌族自治县，参加救援的武警 8690 部队指战员与全国人民一道，向遇难者表达无尽的哀思。 贺延光/摄

实习生 马晓晴
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 王鑫昕

“汶川地震发生后，北川陈家坝乡

党委书记赵海清，忍住失去父母、儿子

等 6 名 亲 人 的 悲 痛 ， 组 织 干 部 群 众 自

救 ， 连 续 、 长 时 间 的 工 作 让 他 积 劳 成

疾，一直到因心脏病住院还在工作。”

“漩口中学体育老师王福春，组织疏

散完学生，才从幼儿园的瓦砾中找到女儿

的遗体，而他的妻子古雪岷——映秀小学

一名音乐老师，在帮助学生逃生时不幸遇

难。震后，王福春带着学生到山西复学。他

每天晚上都要等同事睡着，再独自前往操

场，待到凌晨四点再回去，才能睡得着，但

白天依然为学生们忙碌着。”

这样的故事，在西南交通大学抗震

救灾精神研究中心胡子祥教授和团队记

录整理的“汶川特大地震抗震救灾精神

口述史”中比比皆是。

在胡子祥看来，无论是冲锋在前的

基层党员干部，还是一切为了学生的一

线教师，在“5·12”汶川特大地震中，

他们身上表现出来的责任和担当，都是

抗震救灾精神的鲜明表现。

为了留住汶川特大地震抗震救灾和

灾后重建的历史记忆，2016 年 6 月，西

南 交 通 大 学 组 建 抗 震 救 灾 精 神 研 究 团

队，通过口述史的方式，对个人灾后回

忆进行记录和保存。至今，这支团队已

走访了四川省内 10 个极重灾区，记录

了 400 余人次的口述史。

“汶川地震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破坏性

最强、波及范围最广、救灾难度最大的一

次地震，我们想从地震的亲历者和参与

者 ，从 普 通 个 体 的 角 度 ，来 记 录 这 段 历

史。”胡子祥说，“那些亲身参与了救援、重

建以及今天发展的人是最有发言权的。”

他们在调研中发现，有些人调离了

当地，有些已身患重病。“如果现在不做这

种抢救性的保存，以后就没有机会了。”

在北川擂鼓镇，一位名叫雷定的老

人向胡子祥讲述过 1933 年发生的四川

叠溪 7.5 级地震后的场景，“逃出来就是

命 ， 逃 不 出 来 就 该 死 了 ”。 那 位 老 人

说 ，2008 年 在 四 川 这 么 宽 的 地 方 ， 受

到这么大的灾，在共产党的领导下，很

多老百姓得救了。

老人特别提起，山东省对口支援北

川给当地带来的变化。

胡子祥说，老百姓通过自己生活的

变化，就能体会到今天社会制度的优越

性。“在这次抗震救灾过程中，以集体

主 义 为 内 核 的 价 值 取 向 表 现 得 非 常 鲜

明，这也是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能够取

得明显成效的重要原因。”

西 南 交 通 大 学 2017 级 博 士 研 究 生

朱静是胡子祥团队的一名成员，也是成

都 航 空 职 业 技 术 学 院 的 一 名 思 政 课 教

师。她回忆，第一次前往北川调研时，

走在原址保留的老县城中，仍能感受到

灾难来袭时的惨烈。

汶川地震后，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

委、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曾对北川干部表

示，要再造一个新北川，北川老县城可以

作为地震遗址保留，变成地震博物馆。

如今的北川老县城地震遗址，是世

界唯一整体原址原貌保护的规模最大、

破坏类型最全面、次生灾害最典型的地

震灾难遗址区。

但更让朱静震撼的，还是与北川老

县 城 的 断 壁 残 垣 形 成 鲜 明 对 比 的 新 县

城 。“ 仅 用 三 年 时 间 就 完 成 了 灾 后 重

建 ， 当 地 老 百 姓 常 说 ‘ 一 夜 跨 越 几 十

年’。以前人们多选择外出务工，现在

基础设施完善，产业发展，返乡回来建

设家乡的年轻人越来越多。”

参与汶川特大地震抗震救灾精神口

述史项目，让朱静对抗震救灾精神有了

新 的 理 解 。“ 中 国 人 有 韧 劲 、 有 合 力 ，

正像地震后四川人常说的那样——‘有

手 有 脚 有 条 命 ， 天 大 的 困 难 能 战 胜 ’。

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在我们这代人身上

应该有更集中的体现，不管遇到什么困

难 ， 我 都 能 感 受 到 这 种 精 神 的 鼓 舞 。”

朱静说。

这些访谈带回的一手素材，也成了

这 位 思 政 课 教 师 用 在 课 堂 上 的 教 学 案

例。“讲中共党史、新中国史、改革开

放史、社会主义发展史，几乎都绕不过

抗震救灾精神。”

胡子祥也认为，抗震救灾精神能够

对青少年起到非常重要的激励作用，能

够涵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各个方面的

内容。“通过这些故事了解抗震救灾精

神，了解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，坚定中

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，让青少年

认识到这些与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和现实

生活都息息相关。”

实习生 李欣怡
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 王鑫昕

汶川特大地震幸存者刘敏最近很忙

碌，她刚作为残疾人代表参加了一场康

复领域的博览会，在开幕式上呼吁社会

为残疾人的生活创造更友好的氛围。受

所在单位四川省残疾人联合会的派遣，

她 还 在 四 川 省 眉 山 市 彭 山 区 茶 场 村 挂

职，任村党总支副书记。

那场地震发生时，刘敏是北川中学

学 生 。 她 被 压 在 废 墟 下 长 达 30 个 小

时，获救后右腿被截肢，后又在重症监

护室救治了两个多月。

“女儿别怕，爸爸来了。”这是一名

头上绷带浸着血的军人，在看到被困的

刘敏后说的第一句话。他将刘敏头顶的

预制板撬开，把她救了出来。刘敏说，

这句话在她遭受痛苦和恐惧时带给了她

极大的温暖，令她印象深刻。

获救后受到善待的细节，也一直留

存在刘敏的记忆中。在重症监护室，鲜

血和尘土将刘敏的头发粘在了一起，来

自东南大学附属医院的护士们，一缕一

缕地帮她清洗头发。

地震带给她的伤痛，随着时间淡化

了 ， 但 是 地 震 历 经 的 场 景 和 遇 到 的 温

暖，让她久久难忘。这些细节都影响了

她后来的很多想法。2019 年 5 月，刘敏

作为全国大学生代表，受邀去北部战区

边防连队，当她看到边防的军人在艰苦

的条件下镇守边疆，深受触动。她想到

了网上很流行的一句话：“从来就没有什

么岁月静好，只是有人替我们负重前行。”

在农村挂职锻炼期间，刘敏做好了

“负重前行”的准备。她说，虽然自己

没能穿上军装，但是可以像军人一样做

一个在别人需要时挺身而出的人。

地震的经历一度影响了她学生时代

乃 至 职 业 生 涯 早 期 的 选 择 。 她 刻 苦 学

习，先后就读于四川大学、南京大学。

在校期间，她投身公益活动，发起全国

大学生抗灾减灾灾后重建国际论坛，并

组建中华康复工程基金会。她还曾被评

为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。

2010 年 玉 树 地 震 ， 看 到 时 任 国 务

院总理温家宝奔波在玉树地震的现场，

她想起了 2008 年汶川地震的场景，触

景生情，给温家宝总理写了一封信，没

想到竟收到了回信。

回信里，让刘敏印象最深的一句话

是：“你已经用自己的‘双腿’站立起来

了，面向光明的未来，永远不会倒下。”

她说，那封信不仅是写给她的，更

多的是中央领导对那些和她有着同样经

历的人的鼓励和牵挂。正因如此，她在

人生的路上不断克服困难，并保持一颗

感恩的心。

地震后，刘敏回过三次北川。每每

走 在 北 川 的 街 头 ， 她 会 想 起 许 多 人 和

事。她说，对于遭受灾难的地方，重建

是 一 个 缓 慢 的 过 程 。“ 房 子 是 修 好 了 ，

但是心理的重建是一辈子的。”

2008 年 5 月 15 日，父亲程林祥背着儿子程磊的遗体回 25 公里之外的水磨镇，要让 17 岁的孩子与家

人过最后一夜，在映秀镇漩口中学读高一的程磊，于“5·12”大地震中不幸遇难。 贺延光/摄

西南交大团队整理抗震救灾精神口述史：

争分夺秒留住历史记忆

从地震幸存者到“自强之星”

刘敏想做负重前行的人

为表达全国各族人民对四川汶
川 大 地 震 遇 难 同 胞 的 深 切 哀 悼 ，
国 务 院 决 定 ， 2008 年 5 月 19 日 至
21 日 为 全 国 哀 悼 日 。 在 此 期 间 ，
全 国 和 各 驻 外 机 构 下 半 旗 志 哀 ，
停 止 公 共 娱 乐 活 动 ， 外 交 部 和 我

国驻外使领馆设立吊唁簿。5 月 19
日 14 时 28 分 起 ， 全 国 人 民 默 哀 3
分钟，汽车、火车、舰船鸣笛，防
空警报鸣响。

自 2009 年起，每年 5 月 12 日被
定为全国防灾减灾日。

全国防灾减灾日的由来

小知识


